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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7 月 8 日的骨朵热度指数排行榜数据统计，
《幸福到万家》以80 . 14 的全网热度居电视剧热度榜
榜首。该片由郑晓龙、刘雪松、姚远联合执导，赵丽
颖、刘威、唐曾领衔主演，讲述了农村姑娘何幸福一
路艰苦奋斗，历经事业与婚姻、爱情与亲情的多重考
验后不断成长的故事。作为一部现实题材剧，该剧首
集就通过女主角何幸福向农村“婚闹”等陋习“亮
剑”，展现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将剧情推向第一个
高潮。《幸福到万家》直面乡村中的矛盾与冲突，用写
实的基调铺叙“万家”烟火，让观众看见乡村发展建
设中的真实问题，也看到农村新女性的成长，接地
气、有生气、传正气。
  医疗行业剧《关于唐医生的一切》位居其后。该
片由温德光执导，秦岚、魏大勋、黄觉、高露等领衔主
演，讲述了安和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唐佳瑜携一众同
仁，解决多个高难罕见的病例，并成功研发国产“全
磁悬浮人工心脏”的故事。

《夜的第七章》

跃居飙升榜榜首
  日前，据QQ 音乐实时数据统计，由黄俊郎作
词，周杰伦作曲，周杰伦、潘儿合作演绎的《夜的第七
章》居飙升榜首位。《夜的第七章》收录在周杰伦2006
年9月5日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中，是一首侦探
主题的歌曲，旋律低沉典雅，色彩幽暗，以悬疑的笔
调暗喻1983 年名侦探福尔摩斯的故事。别具韵味的
说唱带领听众探寻案件的真相，巧妙穿插的女高音
暗示凶手的疯狂，曲末渐渐隐去的收尾，亦让人回味
无穷。有网友感叹：“听《夜的第七章》就像是在看一
部电影，歌里有戏，戏里有剧，剧里有歌。”
  居榜单第二位的是于文文演唱的《体面》，这也
是由她主演的影片《前任3：再见前任》中的插曲。低
沉、徘徊又深情款款的嗓音，伤感、压抑又交织洒脱
的词风，委婉、平缓而抒情的旋律，歌曲极具感染力，
激起无数听众对爱情的感慨与反思。
  周杰伦的另一首经典歌曲《以父之名》居榜单第
三位。这首歌由周杰伦作曲，黄俊郎填词，收录在专
辑《叶惠美》中。歌曲复古并带有浓烈的意式歌剧元
素，全曲震撼人心。

《密室大逃脱4》

登综艺热搜榜榜首
  7 月 9 日，据芒果TV 实时数据统计，实景解密
体验秀《密室大逃脱》第四季登顶综艺热搜榜。不同
于传统的封闭密室，不限于单元化的故事设计，本季
《密室大逃脱》迎来全新升级，打造极具想象力、震撼
力的实景空间，追求更“花式”、沉浸式的互动体验，
传递寓教于乐、观照现实的正向价值。节目首发嘉宾
为“老玩家”杨幂、大张伟、黄明昊、张国伟，以及两位

“新玩家”陈伟霆、彭昱畅。在抢先上线的超前聚会
中，嘉宾全员集结“蜜桃号”游轮，开启悬念与笑点齐
飞的首轮逃脱之旅，不少观众在弹幕区表示“我的快
乐回来了”。
  排在第二位的是《向往的生活》第六季。在最新
播出的节目中，刘奕君、刘震云惊喜做客，蘑菇屋再
组“老友局”，从“青春频道”切换为“回忆频道”。无论
是出海垂钓，还是饭桌闲谈，熟稔的朋友们在相处中
续写“光阴的故事”，让蘑菇屋盈满惬意的氛围与欢
声笑语。关注“30+”女性的舞台竞演类综艺《乘风破
浪 第三季》居榜单第三位。

《极夜》

登顶话剧音乐剧高分榜
  日前，大麦演出榜发布实时数据，由杭州大盒剧
团原创的沉浸式话剧《极夜》登话剧音乐剧高分榜榜
首。话剧讲述在烽火连天的1938 年，江浙一带民间
兴起的义福帮会惩恶扬善、保民安邦的故事。与传统
观演模式不同，《极夜》最大的亮点在于超强的沉浸
式体验，进场即演出开始，观众不仅能近距离观看专
业演员表演，还“扮演角色”，成为故事的参与者和推
动者，甚至可以决定剧情走向。无论是场景的打造，
服化道的提供，还是情节的互动，话剧赋予观众身临
其境的感受，演出至今，影响力已经覆盖江浙沪，并
逐渐转向全国，吸引众多外地观众前来“打卡”。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位列其后。这是一部向
革命英烈致敬的红色力作，取材于真实故事，在尊重
历史的基础上融入青春色彩、浪漫情怀、谍战氛围等
元素进行创作，以凝练的舞蹈叙事、唯美的意象表
达、写意的舞台布景、紧张的情绪渲染，再现英雄
形象。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王欣怡 整理）

《幸福到万家》

领跑电视剧热度榜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王岩

  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今时今日仍散发着独特魅力，令许多人着
迷。张晓龙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中国艺术研究
院教授，他一直身体力行推广传统文化，探索
传统礼仪的现代化表达。日前，张晓龙来到济
南，担任礼乐创新节目《中国礼 中国乐》的
荐礼人，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观众识礼、鉴
礼。记者在节目录制期间，对张晓龙进行了
专访。

还原传统礼仪

  很多观众认识张晓龙，是因为《甄嬛传》
中的温太医一角，《甄嬛传》作为一部现象级
热播剧，塑造了许多形象鲜明的角色，深得观
众喜爱，至今仍为观众津津乐道，其中的服
饰、礼仪细节也成为后来古装剧学习的典范，
而此剧的礼仪指导正是张晓龙，剧中“翩若惊
鸿，婉若游龙”的惊鸿舞就出自他手。
  记者：《甄嬛传》很重视礼仪设计，这有
什么意义？

  张晓龙：重视传统文化、传统礼仪、传统
美学，才能让观众更有信念感；通过对传统文
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呈现，作品在视
觉表达上也会有更好的效果。只讲故事不重视
文化细节的话，电视剧就没有那么厚重，很容
易看过就忘了，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进行艺术
创作，观众是能感受到创作者的诚意的，整部
剧的质感也会有提升。
  记者：为什么《甄嬛传》能经久不衰，还
不断产出网络热梗？
  张晓龙：流行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甄嬛传》这个作品，不管剧情也好，礼仪、
服装也好，都是非常考究的，是艺术工作者艺
术创作的凝结。用心创作的东西是历久弥新
的，会经过时间的沉淀发出沉香，能够不断激
发新的创意。当下网络热梗是一种对大众文化
的模仿与推崇，所以曾经火过并一直在火的
《甄嬛传》自然可以和网络梗产生奇妙的化学
反应。最近看到七星连珠的新闻，很多人都在
发穿越到《甄嬛传》里的片段，我觉得很有意
思，我还看到有人发温太医在剧中的片段说放
到现在，就是纯纯的“大怨种”，现在 95
后、 00 后的孩子们确实有很多新的点子，这
些都让《甄嬛传》剧集更具有生命力。

喜欢传统文化是自然而然的事

  近几年，各大社交平台都兴起了一股国风

热潮，河南卫视的《中秋奇妙游》晚会，B站
的《舞千年》综艺，都深得年轻人的喜爱，而
这些节目中，都有张晓龙的身影。借助新兴媒
介形式，张晓龙积极参与传统文化的年轻化
表达。
  张晓龙：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喜爱，不是
突然的，而是一种积累，一种爆发。青少年的
成长过程正逢国家飞速发展，他们是自信的一
代，对自己的文化非常有信心。现在这种短视
频、影视化的方式让年轻受众能够看得见，这
种喜欢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
  另一方面，我们的传统文化正在进行时尚
化表达，就像河南卫视《中秋奇妙游》中《鹤
归来兮》这个节目，舞蹈演员以人扮鹤，翩翩
起舞，最后借助影视特效，回归到《瑞鹤图》
上，这种创作方式很好地呈现了演员的阳刚和
力量，也很契合年轻人的审美。
  记者：我们一直提倡让礼仪回归现代生
活，传统美学、传统礼仪到底对日常生活有什
么帮助？
  张晓龙：传统美学和传统礼仪对任何去关
注它、喜欢它的人都有春风化雨的影响，不管
是在平常的穿衣打扮还是装饰装修等各个方
面，你都能感受到一种审美的提升。传统礼仪
强调行为有度，举止有礼，不管是不是演员，
是不是从事艺术行业，在与他人的相处中都需
要用礼仪规范自身行为，让彼此相处起来更舒
服，这样能获得更多的好感，处事也更加

方便。
  记者：同时担任演员、老师、礼仪指导多
种角色，又为传统文化传播作出了许多贡献，
是如何做到的？
  张晓龙：我就是一个斜杠创作者。我会尽
量把时间安排好，争取把我喜欢的事情都做
好。传统文化需要美学，需要有审美的创作，
我有这样的能力去帮助大家走近传统文化，分
享传统文化，所以我要把这个事情坚持下去。

努力探索更多形式

  记者：对山东的礼乐文化有什么感受？
  张晓龙：提起山东，我们第一个就能想到
“孔孟之乡”，其实山东不仅有孔子、孟子，
还有诸葛亮、贾思勰、王羲之、颜真卿、辛弃
疾、李清照等人。山东作为历史悠久、人才辈
出的文化大省，在传统礼乐文化传承上具有独
特优势。
  记者：对传统文化在齐鲁大地的传播有什
么建议？
  张晓龙：山东是有厚积薄发的能力的。比
如这次录制的《中国礼 中国乐》节目，我相
信山东会用不同的方式，慢慢以传统文化滋润
观众的心田。我们目前在通过年轻人喜欢的方
式传递传统文化上取得了很多进步，但也不要
忘记其他各个年龄阶段的受众群体，要努力探
索各个受众群体都能够喜欢的节目形式。

张晓龙：追寻传统礼乐当代之美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7 月 6 日，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推
送了一篇题为《自诩清贵不凡的魏晋名
士，为何会放下身段积极从商？》的文
章，收获不错的点击量。这篇文章探讨的
核心其实还是出身二字。在中国古代史
上，即使选官制度不一样，但出身还是或
明或暗地影响着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不少
文人因此遭遇坎坷，其经历令人慨叹。
  这里的出身主要是指家庭出身，与后
世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之类个人科考名
号并非一回事。
  出身好，按网络流行语来说是相当有
排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人任职非常
看重出身。门阀士族家庭出身的人，可以
“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众所周知，琅
邪王氏是当时著名大族。刘禹锡一句“旧
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更是
道尽世家大族的家庭兴衰和历史沧桑。
  琅邪王氏子弟中有一位王僧达，其高
祖就是王导。按《宋书·王僧达传》记载：
“僧达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上初践
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间，便望宰相”。
从此文可了解到，王僧达自认为在当时举
世无双，当南朝宋孝武帝刚即位时，他已
身居高位，即便如此，他仍希望自己在一
两年内能官至宰相。到底是什么让他如此
自信，定下如此高的目标？他自负的乃是
“才地”，“才”是指才华，“地”就是
指家庭出身了。
  王僧达的孙子王融，也继承了祖上的
这份骄傲。《南齐书·王融传》记载：“融
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直中书省，
夜叹曰：‘邓禹笑人。’……又叹曰：
‘车前无八驺卒，何得称为丈夫！’”王
融同样是倚仗“人地”，给自己定下了人
生目标：三十岁以内做到三公或宰相那样
的大官。他在中书省值夜班，曾禁不住感
叹：我现在还籍籍无名，邓禹听说也会笑
话我啊！邓禹是东汉开国名将，名列云台
二十八将第一位，24 岁即获封大司徒，即
丞相。还有一次，王融外出，正遇到大船
开航浮桥开放，路上到处吵闹嘈杂拥挤不
堪，又大发感慨：车前没有八个驺卒喝
道，又怎么能称有为的大丈夫！
  王融是“竟陵八友”之一。按史书记
载，他“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
“九年，上幸芳林园，禊宴朝臣，使融为
《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当世称之”。
由此可知，王融确实机智聪敏，文采风
流。即便如此，他仍然期望王家世家大族
的“人地”为自己加持。可见，在那个时
代，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有多么重要。
  北京大学教授阎步克在谈到历代选官
制度时曾介绍，科举制以考试选官，至少
在考试这个环节上，“门第”不起作用。
这就给寒门士人提供了一个进身之阶。科
举考生、进士群体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力

量，展示了强劲的政治竞争力，门阀势力
逐渐衰落下去。
  阎步克特别提示，不要以为唐代实行
科举了，官僚就都是考上来的了。其实相
反，唐代官僚大部分出自门荫。宋代依然
如此，官僚大部分来自恩荫，而非科举。
宋代科举已颇繁荣，科举取士年均360 人左
右，而恩荫入仕年均 500 人左右。赵翼在
《廿二史札记》中曾评价，宋代“一人入
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
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什么官的子
弟从什么官起家，都有明确规定，如宰相
的儿子从诸寺丞起家，副宰相的儿子从太
祝郎、奉礼郎起家。
  从阎步克的论述可见，虽然科举制实
行了，但世家大族的门庭声望其实仍然发
挥着很大作用。
  《唐摭言》记载了几个小故事，可为
例证。其中一则说：“顾非熊，况之子，
滑稽好辩，陵轹气焰子弟，为众所怒。非
熊既为所排，在举场三十年，屈声聒人
耳。长庆中，陈商放榜，上怪无非熊名，
诏有司追榜放及第。”根据学者考证，这
里“长庆”当为“会昌”之误。这个故事
的主角是顾非熊。顾非熊是大诗人顾况之
子，称得上家世显赫。这个顾非熊，口才
甚好，能言善辩，又有些趾高气扬，经常
调侃那些权贵家的公子哥。这一点自然很
不讨人喜欢。于是，在很多场合，他都被
那些人合起伙来排挤。顾非熊参加科考三
十年，屡屡失意。因此，也有不少人为他
叫屈。至唐武宗会昌年间，陈商知贡举。
放榜时，顾非熊仍在落榜之列。在皇帝亲
自过问下，陈商又重新放榜。这次，顾非
熊终于跨过了门槛，榜上有名。值得注意
的是，皇帝肯亲自过问，当然与顾非熊的
家世直接有关，与顾况直接有关。
  从各类文学文艺作品中，我们可以了
解到很多有关科举的故事，其中既有“春
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满足
与狂喜，也有“不遂青云望，愁看黄鸟
飞”的失落与惆怅，还有“落第逢人恸哭
初，平生志业欲何如”的无奈与痛苦。在
这些故事中，文人的命运也或隐或显地与
出身之高低贵贱纠缠在一起。
  著名文史专家傅璇琮先生在研究唐代
科举与文人生活时曾专门写道：“困于科
场、久举不第的，大多是朝中无奥援、家
中无厚积的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
举例，如《金石续编》卷九《大唐故宣州
司功参军魏府君墓志铬》记魏邈：“少履
文字，贞元初以乡举射策，上省者五六，
以贿援兼无，竟不登第。”虽然“称屈者
众矣”，但因魏邈既无财行贿，又无路攀
援，终未能登第。
  根据傅璇琮先生论述，在唐代，如果
到长安应试，对那些贫寒家庭出身的读书
人来说，昂贵的开销也是难以负担的。他
在《唐代科举制度下的文人生活》中说：
“长安是大唐帝国的京都，固然是全国政
治、文化的中心，但由于集中居住着皇
室、贵戚、大官、豪族、富室、巨贾，生
活的奢侈是不容说的了，这也使得生活费

用要比其他城市为高，一般地主家庭或自
耕农出身的读书人来到京城应举，如果有
几次考试落第，面对着昂贵的衣食费用，
其景况是不容易处的。有些士人就只好住
在 长 安 城 的 偏 僻 处 ， 过 着 半 饥 寒 的 生
活。”
  文中还引用了孙樵的《寓居对》进行
说明。孙樵是晚唐比较有名的一位散文
家，说起来还是韩愈的再传弟子。按孙樵
自叙，他“家本关东，代袭簪缨”，而且
“于时以文学见称”。就是这样一位家世
显赫、才华横溢的读书人，在未登进士第
前，曾长时间寓居长安，并且过了一段苦
日子。
  关于那段时间的清苦生活，孙樵在
《寓居对》中有非常生动的描述：“长安
寓居，阖户讽书。悴如冻灰，癯如槁柴，
志枯气索，怳怳不乐。一旦有曾识面者，
排户入室，咤骇卿卿，且日：惫耶饿耶？
何自残耶？对日：樵天付穷骨，宜安守
拙，无何提笔入贡士列，抉文倒魄，读书
烂舌，十试泽宫，十黜有司，知己日懈，
朋徒分离。矧远来关东，橐装销空，一入
长安，十年屡穷。长日猛赤，饿肠火迫，
满眼花黑，晡西方食。暮雪夜冽，入夜断
骨，穴衾败褐，到晓方活。”孙樵在另一
篇文章《骂僮志》中写道：“今主远来关
东，居长安中，进无所归，居无所依。忿
割口食，以就卷轴。冒雨触雪，携出藉
谒。所至之门，当关迎嗔”“十年辇下，
与穷为期。一岁之间，几日晨炊。饥不饱
菜，寒无袭衣。此皆自掇，何怨于时。浪
死无成，孰与归耕”。两篇文章足可相互
印证。
  这些家世不错的人尚且如此，那些寒
门寒士的境况可想而知。在史籍中，也能
读到许多寒士赶考的故事，最终功成名就
皆大欢喜者有之，那些穷困潦倒终不得志
者更多。其中，唐代有位叫公乘亿的，出
身贫寒，连续考了三十个年头而不中。他
在长安待考时，曾患一场大病，被误传已
经病死。他的妻子闻知后，骑一头瘦驴，

从河北奔波到长安迎丧。在旧社会里，一
位贫寒人家的妇女出这样一趟远门，其旅
途之艰辛，不必多说大家也能猜得到。结
果，在长安，公乘亿出门送客，正好与寻
访到此的妻子相遇。两人因为阔别太久，
互相只是看着面熟，却不敢立刻相认。经
过一番询问，才确认了对方身份。公乘亿
见妻子穿着丧服，大致猜出了原因。二人
百感交集，“相持而泣”。之后不久，公
乘亿登第中了进士。这个故事前半部分悲
苦，读来令人潸然泪下；后半部分拨云见
日，总算让人如释重负。大团圆的结局，
确实皆大欢喜。但这毕竟不是常态，而且
属于非常罕见的情况。从科考的角度来
说，绝大多数考生是悲剧性收场。虽然读
书人中的绝大多数能预知自己的结局，但
还是要奋不顾身地冲过去，毕竟如果成功
了，自己的命运会颠覆性地改变，后代也
会受益无穷，可以确定的是后代会因此有
了个好出身。
  南宋戴复古在《题吴熙仲云萍录》诗
中写道：“家在蓬莱海上居，出身履历一
时无。姓名羞上云萍录，本是烟波一钓
徒。”诗中提到的“云萍录”，是当时流
行的一种具有名录性质的书簿，其功能大
约类似于今天的“微信群”或“QQ群”之
类，被士人尤其是游士用于构建社交网
络、获取社会资源，以为自己寻找更好的
进身之道。像“出身履历一时无”的寒士
戴复古们，在谋取功名的过程中，利用
“云萍录”弥补出身低微的不利影响，确
实是一个很有效又不失体面的好办法。别
人更关注的，恐怕还是希望这些人不要失
掉“本是烟波一钓徒”的书生意气、文人
骨气与洒脱旷达。

高树常荫夏日凉

  S240盐济线乐陵市市中尹西吴南至乐陵商河界段

(K19+925 —K45+680 . 6)将于2022 年7月15 日—2022 年

12 月31 日进行路面大中修施工，其中K19+925 —K23

+400 段(市中尹西吴南至杨安镇北）半幅封闭，K23+

400 —K45+680 . 6 段（杨安镇北至乐陵商河界）全幅

封闭。

  为不影响您的出行，减少道路拥堵，请过往车

辆绕行S239 线、 G340 线、 S12 滨德高速、 G2 京沪

高速，近途交通绕行县乡路及村村通道路。

  施工期间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德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德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2022 年 7 月8日

S240盐济线乐陵市市中尹西吴南至乐陵商河界段
大中修工程道路封闭施工公告


